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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汉字检定

张艳萍
(西北大学 外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明治维新以后, 汉字在日本面临严峻挑战。从削减汉字论到实施汉字检定

考试, 汉字终于获得了历史公正的评价。从日本汉字的变迁史中得出汉字检定是日本对

其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肯定。从这一点上分析, 日本汉字检定在日本国民文化生活中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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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省决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主持, 每年实施汉字

检定考试。文部省欲通过汉字检定考试, 促使国民达到掌握汉字的目的。检定考试的内容是

测试日本国民对汉字词汇的识别、理解、阅读、书写及使用的掌握程度。文部省根据国民在言

语生活中使用汉字的数量及难易程度, 依次分为八个等级, 每个等级应掌握并熟练使用的汉

字数量及检定测试内容均已确定。最低级为七级, 依次为六、五、四、三、二级、准一级, 最高级

为一级。七至三级为小学和初中应掌握的汉字, 规定必须掌握 1 600 字; 二级相当于高中毕

业水平, 规定掌握 1 945 字, 其中人名汉字 284 字; 准一级要求掌握 3 000 字, 相当于大学毕

业水平; 一级要求掌握并熟练使用 6 000 字。汉字检定考试每年定期举行 3 次, 分别是 2、6、

10 月的最中间的星期天。全体国民和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汉字水平申请报名, 任意选择级别

接受文部省统一检定考试。考场分公开考场和准考场, 公开考场是为一般应试者设定的, 准

考场是使用已指定的某集团的设施, 在汉字协会负责人的监督下实施检定考试的考场, 其目

的是为了方便学校及企业等团体的应试者。考试 40 天后, 给应试者发成绩通知书。

汉字自从传入日本以后, 经过长期应用已成为日本语言文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已融

入日本文化, 使之成为日本母语文字。日语文字由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和罗马字组成, 日本

汉字是由中国传入的汉字和日本的自制汉字组成。日语词汇是由日本固有词汇、汉语词汇、

外来词汇及混合词汇组成, 除外来词汇之外, 固有词汇、汉语词汇及混合词汇中均有汉字。

日语词汇中的汉字又分为音读、训读、重箱读和汤桶读四类。音读是指日语中的汉字按

照中国古代汉语的汉字字音发音的读法。训读是指日语中的汉字按照日语固有的语音体系

发音的读法。重箱读是指日语中由两个汉字组成的单词, 前一字音读, 后一字训读, 又称音训

读法。汤桶读是指日语中两个汉字组成的单词, 前一字训读, 后一字音读。其中音读因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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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日本时代不同及汉字的方言语音差异可达 7 种, 根据现代日语体系音读划分为吴音、汉

音、唐音和现代汉语读音等 4 种。吴音是和汉字同时传入日本的音读之一, 用长江下游一带

方言发音, 它经佛教僧侣传入日本, 佛教用语的汉字音读大多数为吴音。汉音是隋唐时期, 中

国都城长安的标准发音, 经日本遣唐使传入日本, 日本汉字音读中汉音最多。唐音是宋、明、

清时期汉语的汉字发音, 经日本商人传入日本, 日本汉字音读中唐音很少。现代汉语读音是

从五四运动至今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汉语词汇, 其发音完全按照现代汉语的汉字发音。同时,

一个汉字存在多种训读。如此繁多的读音再加之汉字的繁难书写, 使日本国民在掌握本国语

言上存在较大的难度。然而, 汉字在日语中承担重要作用, 具有其他文字不可代替的作用, 而

且数量可观, 加之信息化社会等因素,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提高日本国民的汉字能力已成为当

务之急。然而, 汉字检定付诸实施, 并非一帆风顺。

汉字在日本经历了千余年的变迁, 从奈良、平安时代起, 汉字在日本具有至高的权威性,

属贵族和男性专用文字, 精通汉文被视为至高的学识和修养, 而假名是女性和庶民使用的文

字。17 世纪当葡萄牙人踏上日本国土之后, 日本人迅速接受欧洲文化。由于受西方功利思想

影响, 汉字首次遭到冲击。1866 年, 前岛密、西周、柳川春三等人提出废除汉字, 并把日本文

化落后的原因视为使用了繁难的汉字, 其观点被视为轻薄之识, 遭到了学者们的批判和抵

制。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进和西方文明潮水般的涌入, 西方文化的专用词汇是日本人借用汉字

之意新造的汉字词汇, 汉字的使用数量和频率比以前增多了。明治维新初期, 又以桑原武夫、

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为首, 主张不废除汉字而提出削减汉字, 其主要根据是汉字学习困

难, 增加了国民教育的负担, 对吸收西方文化不利, 妨碍日本近代化进程, 降低了印刷出版通

信事业的效率, 外国人学习日语有诸多不便。那么, 汉字削减到何种程度是个难题。此后, 围

绕国语文字问题, 学者们反复争论了长达 50 余年之久却未能达成共识, 可见其尊重历史、保

持传统文化、主张使用汉字势力之强大。1921 年, 日本政府在文部省设立了临时国语调查

会, 终于试行了削减汉字政策。1923 年发布了《常用汉字表》, 规定常用汉字为 1858 字。然

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汉字使用出现了很多奇怪现象, 例如,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 出现

了准常用汉字, 尊崇皇室保卫大日本帝国, 又出现了特别汉字。1946 年以后, 这些汉字随着

政府发布的《当用汉字表》中规定当用汉字为 1 850 字而自行停止使用。

60 年代, 人们又围绕削减汉字一直争论不休。随着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强行实施罗马

字和坚持使用假名文字的高涨, 汉字在国语审议会内部争论非常激烈。很多日语语言学家立

足于把日语应该从西欧语言学中分离出来, 由日本人独立解决的立场。现代语言学家铃木孝

夫强调指出: 日语中的汉字, 主要因为有音读和训读的二重性, 给日语这种语言以本质性的

影响, 这一事实是欧洲各表音文字国家无法想象的; 日语中使用的汉字是具备视觉性质的独

立的传达媒体, 和语音有密切的相辅关系。由于反对削减汉字一方占了优势, 排除了假名文

字论和罗马字论的干扰。经过 10 余年的论证, 1981 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新常用汉字表》, 规

定 1945 字为常用汉字, 并补充说明该常用汉字为一般社会生活中现代国语使用汉字的常用

标准, 固有名词、个人著作、个别事宜等仍可使用其他汉字。这给日本保持传统文化者以极大

的支持, 同时给政府酝酿汉字检定制造了气氛, 建立了开端, 可称之为百余年来汉字在日本

生存过程中的转折点。而给汉字以历史的、公正的评价莫过于在日本国民中实施汉字检定

了。

日本是一个重视教育和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国语水平是体现日本全体国民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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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之一, 而汉字在国语中占重要地位, 汉字习得更加显得重要。日本从小学课程起设有

书法习字课, 甚至某些大学还设有书法专业, 汉字始终是国语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

外, 汉字和日本国民的日常工作及生活密不可分。国立国语研究所语言教育研究部 1976 年

调查表明, 日本国民频繁阅读的报纸、杂志、国语辞典、百科词典中现代日语中汉字的使用数

量为 4 520 字左右。此外, 又对各专门领域也进行了调查, 包括人名及地名, 共计 9 500 余字。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新常用汉字的 1 945 字。若不能掌握如此大量的汉字, 则无法获得来自社

会各方面的情报信息, 因此, 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具备一定的汉字文化修养。所以, 汉

字检定在日本是必要的, 对日本国民的基础教育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它既是衡量日本国民

国语水平的标准, 又是提高日本国民教育素质的手段。

废除汉字论和削减汉字论的出台, 使日本人对传统历史文化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困惑。近

百年来推崇的欧美文化对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人为能

否继承传统文化而感到担扰, 日本汉字何去何从是日本语言学家必须考虑的问题。著名的国

语研究专家金田一春彦曾是削减汉字论者, 但在经过 30 余年的研究之后, 改变了削减汉字

的观点, 他认为汉字既表音又表意, 给人留下很深的视觉印象, 有一定的神秘性, 使汉字具有

特殊的魅力, 即使不知其读音也可知其意。同时, 金田一春彦还认为汉字数量大, 偏旁部首

多, 日本人可利用其制造出更多的词汇和新汉字, 在书写上汉字有形形色色的的字体, 具有

艺术性, 以上是其他文字不具备的优点。据此, 金田一春彦认为常用汉字增加到 3 000 字日

本人也完全可以接受。在几十年的争论中, 日本学者认识到没有汉字, 日本的历史、宗教、文

学等传统文化无从认知, 同时还认识到尊重历史及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确定了汉字的历

史地位, 而最终实施汉字检定的举措可以说是日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汉字

检定是日本国语语言专家摆脱了西方语言学说的束缚并经过长期论证, 文部省尊重日本国

民对汉字的特殊感情而付诸实际行动的一项文化措施, 它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日本国民对

汉字的应用能力及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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